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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动态

落实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思想大讨论之全处第二次大讨论

6 月 27 日，科研处通过线上会议形式组织开展落实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思想大讨论之全

处第二次大讨论。会议由薛熠处长主持，副校长王强出席会议，全处人员参加。

会上，柳瑛副处长作学校科研质量发展专题报告。报告基于学校 2011 年以来中、外文

高水平期刊和顶级期刊论文发表，通过校内纵向比较和同类高校横向比较，深入分析学校科

研质量发展趋势和整体水平。她表示，在同类高校中，学校体现出科研成果增速高、增长稳

的特点。此外，报告也首次通过分析科研高频关键词，研判学校研究的热点和相对优势，为

开展有组织科研提供基础。

薛熠处长表示，此次研究工作时间紧、任务重，柳瑛副处长带领的团队通过大量深入地

分析，帮助全处全面、立体地了解学校科研发展状况，充分展现了学校十年科研筚路蓝缕的

奋斗之路，后续科研处要以此为起点，继续服务学校的科研事业大局和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

展全局。随后，薛熠处长就学校科研事业发展和科研管理工作带头讨论，他指出全处要深刻

理解科研处在学校科研事业发展中的责任和使命。

最后，王强副校长发表总结讲话。他对柳瑛副处长与其团队的研究表示肯定，并对研究

方法和下一步研究方向提出指导意见。他要求，科研处应继续加强服务意识、专业意识，提

高治理能力，服务大局；要深刻学习领会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印发的《面向 2035 高校哲学

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制定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并推动相关工作。他指出，

科研处要利用思想大讨论的机会，继续深入探讨学校科研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评价机制

和激励机制等，在新的历史时期主动作为，提高科研管理和服务水平，打造良好科研生态，

建立起适合学校科研高质量发展的指标机制，为更好服务“贸大学派”、更有力发出“贸大

声音”做出贡献。

（科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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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召开学期末实验室工作会议

为阶段性总结学校实验室取得的进展和成效，2022 年 6 月 30 日，我校在行政楼 218 召

开学期末实验室工作会议，副校长王强、科研处处长薛熠、发展规划处处长戚依南、全球价

值链实验室主任殷晓鹏、数字经济实验室领导小组组长杨军、科研处副处长李岩以及实验室

相关人员参加会议，会议由科研处处长薛熠主持。

科研处薛熠处长、发展规划处戚依南处长以及各实验室负责人、相关参会人员先后为实

验室建设建言献策，围绕着学校实验室建设的诸项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王强副校长充分肯定了实验室本学期在制度建设、成果产出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并对下

半年实验室工作提出要求。他希望，各实验室要紧抓机遇，适应新形势和新要求，深入总结

凝练，有效地从整体上推动学校文科实验室的建设工作顺利进行。

（科研处）

学校召开学期末科研工作会暨政策解读宣讲会

近日，学校以腾讯会议形式召开学期末科研工作会暨政策解读宣讲会，各学院（研究院）

主管科研工作领导和科研秘书、科研处全体成员参会，会议由科研处处长薛熠主持。

科研处处长薛熠教授首先代表科研处对各单位在过去一年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

代表科研处作“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要求与现实--从 2016 到 2035”专题报告，汇报科研处第

一阶段思想大讨论形成的思想共识。会议第二阶段是汇报 2021 年和 2022 年上半年科研工作

情况，介绍下一阶段科研管理工作举措。会议第三阶段是政策文件解读。副处长李岩介绍了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重点实验室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背景、学校现状、

基本框架和相关细则，希望各学院积极建言献策，共同做好实验室工作。科研处副处长柳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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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科研经费管理办法（2022 年修订）》的修订背景、项目分类和各

项目管理细则以及下一阶段工作安排。

面向 2035 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学校将持续深化科研体制机制改革，努力建构中

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推动学校科研事业高质量发展，提升服务国家战略决策能力，力争学校

科研事业取得新的突破，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科研处）

科研处召开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专题思想大讨论

8 月 20 日上午，科研处组织开展第四场思想大讨论，主题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

发展专题思想大讨论，会议围绕“如何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科研管理工作

者如何更好地服务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听取专题报告并展开研讨。会议邀请清华大学文

科建设处处长杨永恒、上海财经大学科研处处长靳玉英、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处副处长关晓斌

出席会议并作主旨报告。会议由科研处副处长李岩主持,学校高质量思想大讨论专家组成员

宁晶老师、科研处全处人员参会。

薛熠处长表示，哲学社会科学的事业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高校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

的“五路大军”之一，要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为国家、为人民立德立言，服务国家的需

求和人民的需求。未来，科研处将围绕科研生态建设、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科研团队培育体

系建设、科研评价改革落地、科研管理和服务能力提升等五个方面重点发力，推动学校哲学

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

会上，科研处全体人员和参会嘉宾深入交流，专家组成员宁晶老师针对本场讨论提出了

建议和思考。现场气氛热烈，讨论圆满结束。

（科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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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处召开“服务国家战略推动学校科研事业高质量发展”

专题思想大讨论

近日，科研处在行政楼 226 会议室以线上线下方式召开第五场思想大讨论，会议主题为

服务国家战略推动学校科研事业高质量发展，各学部部长、二级教授代表出席会议并作主旨

报告。学校高质量发展思想大讨论专家组成员宁晶参会。会议由科研处处长薛熠主持, 科研

处全体人员参加。

会上，薛熠处长介绍了国家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提出的要求，全面分析了十

年来学校科研事业发展的历程和取得的成绩。他指出，通过前四场思想大讨论，科研处形成

了一些成果共识，包括强化有组织科研，以更高质量、更大贡献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推动科

研评价体系多元化，以质量和贡献为导向服务科研发展；提升科研管理水平，以管理创新服

务广大教师；加强信息化建设，以数据支撑拓展线上服务等。

法学部部长梅夏英教授、政治学部部长戴长征教授、国际经济贸易学院董秀成教授、国

际关系学院陈须隆教授、经济学部部长唐宜红教授、语言文学部部长向明友教授、管理学部

部长陈德球教授、金融学院殷剑峰教授、国际商学院郝旭光教授、法学院黄勇教授、教育与

开放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史薇教授等学部部长与二级教授代表先后发言。

王强副校长做总结讲话。他提出三点要求，一是科研处要以思想大讨论为契机，结合学

校教师的意见建议，坚持问题导向，做好总结和下一步规划，实现科研发展上的新突破；二

是各学院和学部要认真梳理自身发展脉络，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进一步凝聚共识，

从而更好地融入学校科研事业整体发展；三是要推动思想大讨论成果落实落地，全面贯彻落

实，做到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高效率铺开、高质量执行，共同推动科研事业高

质量发展。

会上，专家组成员宁晶参加讨论，就本次主题提出了思考和建议。

（科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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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处召开“提升科研治理能力 推动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高

质量发展”专题思想大讨论

9 月 8 日，科研处以“提升科研治理能力 推动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召开第六次思想大讨论。全校二级单位主管科研的领导和科研秘书参与大讨论。学校思想大

讨论专家组成员黄海刚教授参会。会议由科研处处长薛熠主持，科研处全体人员参加。

会上，薛熠处长解读了《面向 2035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他表示，

推动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要把握三个主线：一是要积极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二是要服务国家重大需求，拿出真本事，解决真问题，取得好成果；三是要向世界讲好中国

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学校的科研事业在过去十年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接下来进一步的高

质量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也对与之应匹配的科研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薛熠处长

表示，此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征求意见、深入讨论，请大家就“科研处如何更好地服务学校

科研事业高质量发展”发表意见建议，希望通过一系列的思想大讨论，凝聚全校共识，助推

科研发展。

最后，薛熠处长梳理了会上提出的共性问题。他表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关键

是有标志性和影响力的成果，要有高层次人才和科研团队。

学校思想大讨论专家组成员黄海刚教授参与了本次思想大讨论。

（科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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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处召开落实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思想大讨论之全处第七

次大讨论暨第二阶段处内总结

2022 年 9 月 16 日，科研处召开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第七场思想大讨论暨第二阶段处内总

结会。学校思想大讨论专家组成员宁晶参会。会议由科研处处长薛熠主持，科研处全体人员

参加。

会上，薛熠处长带领全处梳理了前六场思想大讨论的主要内容，全处人员交流分享了这

一阶段的主要收获和体会。薛熠处长表示，通过一系列思想大讨论，我们深刻认识到哲学社

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科研事业高质量发展对学校发展建设的重要作用，认识到科研

处要进一步发挥统筹谋划与引领作用，通过加强“有组织科研”，加快推动科研事业高质量

发展，助力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他指出，目前科研管理工作的堵点痛点包括对标志性

成果的培育力度不够、长远性谋划和系统性部署不足、科研服务工作细致程度有待加强。未

来科研处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一是加强科研团队建设，探索科研组织新形式，优化管

理、激励和评价机制；二是加强对政策文件的系统性研究学习，找准方法路径，提升工作质

效；三是树立问题意识和服务意识，深入学院做好政策解读和宣传工作，开展分类指导，增

进广大科研人员对科研管理制度的了解程度，及时解答关切问题；四是持续做好科研育人工

作，将科研优势转换为育人优势；五是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以质量和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

优化科研团队评价机制，打造良好科研生态。

会上，专家组成员宁晶参加就讨论内容与处内人员展开深入交流。

（科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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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简讯

商务部世贸司致函感谢我校屠新泉教授、陈卫东教授

和纪文华教授

2022 年 6 月，世贸组织第 12 届部长级会议在瑞士日内瓦成功举行，达成一揽子协议丰

硕成果，标志着多边主义一次关键而重要的胜利。中方代表团积极宣传中方立场主张、全面

参与各类磋商，推动会议就渔业补贴、新冠疫苗知识产权豁免等议题达成一揽子协议。

8月 2日，商务部世贸司致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特别感谢我校屠新泉、陈卫东、纪文

华等教授在谈判工作启动后为提出中国方案做出了积极贡献，为中方代表团参与谈判磋商提

供了重要技术支撑，并大力宣介会议结果。

（校新闻网）学术交流

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志民教授、刘江宁副教授受聘为公衡专家

顾问

在教师节和中秋节的双重佳节之际，公衡律师事务所于农历八月十五日举行了“教师节

感恩在行动——中秋佳节恩师座谈会活动”。北京公衡律师事务所邀请了来自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北京高校的 7位专家教授参加，并聘请来自不

同领域的 7位教授专家为公衡专家顾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化与中国问题研究所所长王

志民被聘为公衡国际化专家顾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化与中国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刘江宁

被聘为公衡党建专家顾问。本次座谈会由公衡律师事务所执行副主任戴陆宇律师主持。

在中秋佳节和教师节双重佳节之际，两位教授受邀出席此次活动并被聘请为专家顾问，

彰显了他们作为大学教授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奉献服务社会的高尚品质，传承中国知识分子

的服务社会的人文情怀，其丰富的学识魅力和极强的人格魅力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尊重。

（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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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园地

学校 2022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立项数再创新高

日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布 2022 年度集中接收项目评审结果，我校共有 39

个项目获准立项，含面上项目 15 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4 项，立项率达 31.2%，立项总量

同比增长 22%并创下历史新高。

近年来，学校高度重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申报组织工作，与各二级单位合力联动，

通过宣讲解读最新政策、深入开展申报动员、组织项目申报交流培训、邀请专家初审指导等

多种途径，共同推动项目申报数量和质量的提升。最终，在全校上下共同努力之下，2022

年学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集中接收项目申报数同比增长 10%，立项率同比增长 11%，立项数

再创佳绩。

（科研处）

学校获批 14 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近日，教育部陆续发布《教育部社科司关于 2022 年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

项一般项目立项的通知》《教育部社科司关于 2022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立项的通知》，我校共有 14 个项目获准立项，其中规划基金项目 2项，青年基金项目 9项，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 2项，高校辅导员研究专项 1项。其中，高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师研究专项为我校在该类项目的首次突破，是学校近年来高度重视思政课教学科研发

展的重要成果。

此外，2022 年度学校还有 1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正在公示中。

（科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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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2022 年北京洪堡论坛举行 主题聚焦“绿色经济·文化传

承·区域国别研究”

2022 年 9 月 17 日至 18 日，第十届北京洪堡论坛视频会议隆重举行。本次论坛以“文

化传承、绿色经济、区域国别研究”为主题，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主办，中国石油安全环保

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土壤所、浙江大学、同济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广东外

语外贸大学、莱布尼茨协会欧洲经济研究院、德国马丁路德哈勒维滕贝格大学、德国锂材料

经济研究院等单位联合承办。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席、北京洪堡论坛国内主席黄宝印致开幕词。

他表示，北京洪堡论坛历经十年，已成为促进中德、中欧以至于世界各国科技、经济、文化

交流与合作的良好机制和平台，也为学校加强对外交流、深化国际合作提供了诸多机遇。本

次论坛的主题“文化传承、绿色经济、区域国别研究”都是有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时代重大命题。对外经贸大学立足中国大地，不断强化文化传承创新的意识与使命，在绿

色经济、区域国别研究领域不断加大关注力度、持续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取得了令人

欣喜的进展。希望参与此次论坛的专家学者深入交流、思想碰撞、凝聚共识，为服务国家和

社会的重大需求贡献贸大的智慧和力量。

本次北京洪堡论坛视频会议以“文化传承 绿色经济 区域国别研究”为主要议题，下设

14 场主题论坛，涉及的主题包括：能源行业绿色低碳发展，侨易学的方法：实践与反思，

地球科学与可持续发展，通过公众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适应气候变化，中国文学在欧美的翻

译与阐释，留德学人研究等多个重要话题。

来自中国、德国、奥地利、日本、法国、土耳其等国的各方专家学者就论坛主题做了精

彩的汇报，并对相关热点话题进行了多领域、多角度、全方位的探讨，近千名各界人士以及

我校师生参与了分论坛活动。

（科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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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勇教授应邀参加多场高端学术论坛

9 月 16-24 日，贸大法学院黄勇教授应邀出席第十届北京洪堡论坛、2022 中国知识产权

经理人年会并主持主论坛、数字经济竞争政策未来发展前沿论坛和第五届长三角竞争法论坛

等多场高端学术论坛，并做主题演讲、主持论坛等，积极发出贸法学者声音。

2022 年 9 月 18 日，黄勇教授应邀出席了第十届北京洪堡论坛视频会议，并在“数字经

济与数据保护”分论坛以《中国平台经济的竞争政策：规范与发展并重》为题发表主题演讲。

2022 年 9 月 24 日，黄勇教授应邀出席在北京举行的“第十二届中国知识产权新年论坛

暨 2022 年中国知识产权经理人年会”及颁奖盛典。

2022 年 9 月 16 日，黄勇教授应邀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工信安全智库系列论坛——数

字经济竞争政策未来发展前沿论坛”，并主持了圆桌讨论环节。

2022 年 9 月 24 日，黄勇教授应邀线上出席了由安徽大学法学院承办的第五届长三角竞

争法论坛暨 “数字时代竞争法的最新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第一阶段“数字时代中

国反垄断法的最新进展”主题研讨中发言。

（法学院）

李沣桦副教授参加第 16 届欧洲中国法研究协会年会

2022年 9月 21-23日，第 16届欧洲中国法研究协会年会在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举行。本

届年会由哥本哈根大学法学院和欧洲中国法研究协会主办，中国－丹麦科研教育中心等机构

和高校协办。来自美国、英国、德国、挪威等国的 260多位学者从比较和跨学科视角对中国

特色法治建设、中国与国际法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我院“一带一路”法治研究中心李沣桦

副教授以线上方式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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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沣桦副教授在会议首日进行的“中国一带一路法律问题”专题进行论文报告。该专题由

格但斯克大学Magdalena Łągiewska助理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 Susan Finder教授、

我院李沣桦副教授、中国政法大学 Jiabao Duan、德国洪堡大学 /同济大学 Maximilian

Schwärecke等 4位发言人分别就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支持“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可持续投资

规则框架、“一带一路”电子贸易壁垒治理、“一带一路”倡议对国际投资仲裁的影响等议题进

行报告。近年来，“一带一路”法治研究中心与哥本哈根大学法学院开展了多项合作活动，包

联合举办学术会议等。中心研究员多次赴哥本哈根大学进行学术访问、参加会议、担任课程

guest lecturer等。

（法学院）

“国际法与比较法视角下中国碳交易法治体系建设” 课题

研讨暨中期评审线上会议成功举办

2022 年 9 月 22 日，适值习近平主席在第 75 届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出 2030 年实现碳达

峰、2060 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两周年之际。为深入理解“双碳”目标的战略意义以及从国

际法和比较法视角探索市场化、法治化的实现路径，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与 EDF 美

国环保协会北京代表处联合主办的“国际法与比较法视角下中国碳交易法治体系建设”课题

研讨会暨中期评审会通过线上方式举办。课题组负责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丁丁教授、EDF

美国环保协会北京代表处高级主管刘洪铭先生、浙江财经大学刘勇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比较

法学研究院何启豪副教授、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韩逸畴副教授、首都经贸大学魏庆坡副

教授、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冯静茹讲师和课题组的其他成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由课题组成员

河南大学法学院王云鹏副教授主持。

在会议的第一阶段，丁丁教授代表课题组报告了研究的主要进展和研究成果。丁丁教授

首先详细介绍了课题组在推进课题研究方面所开展的政策调研、学术交流和论文发表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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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围绕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对课题组在国际碳交易制度方面的研究进行了系统

的总结，对 CBAM的立法背景、对中国和国际气候制度影响、措施与WTO法的一致性和中

国的应对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在会议的第二阶段，评审组专家在认同课题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国际碳交易制度的

新发展和中国因应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冯静茹讲师在发言中提出：

应注意 CBAM 立法对我国碳交易市场监管带来的启发，以及因 CBAM 措施的立法和实施对

国际气候制度中“公平但有区别责任”这一基本原则的内涵可能产生的影响。首都经贸大学

法学院魏庆坡副教授分析了 CBAM 落地的可能性和可行性问题，并指出 CBAM 机制从单边

化向诸边化和多边化演变的可能性及其对中国产生的影响。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何

启豪副教授以金融法为视角，指出碳排放市场机制的核心问题在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的恰当

处理，并建议课题组融合法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分析碳市场的发展与完善问题。华东

政法大学韩逸畴副教授在简要阐明贸易与环境议题的历史经纬的前提下指出：在关注 CBAM

合规性问题之外，中国更应注重自身肩负的大国责任，以通过贸易机制实现有利于环境的公

共产品供给；课题组应要关注 CBAM 对我国贸易利益的影响，通过对新能源行业的调研，

增强课题研究的现实意义；应注意气候外交已经成为强化我国国际合作的重要渠道，并进一

步考察与欧盟、日本和美国在气候战略层面合作的可能性。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刘勇教授在

总结评审组意见的基础上，对 CBAM 的立法和实施的前景进行预判，认为 CBAM 应会在不

远的将来成为正式的欧盟立法，课题组应注意该措施在实施中仍可能面临的法律和技术挑战。

各位评审专家经过简要评议后认为，项目提交材料符合评审要求，研究思路清楚，方法

科学；研究成果有助于我国碳市场的完善，同意通过项目中期评审。

在会议的闭幕阶段，美国环保协会北京代表处高级主管刘洪铭先生对会议进行了简要总

结，并对丁丁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及与会专家表示感谢；丁丁教授对与会专家提出的宝贵建

议表示感谢，并表示将与其带领的研究团队成员持续关注气候变化和碳市场方面的新进展。

（法学院）



13

报：教育部社科司、北京市教委科研处、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北京市社科联、校领

导

送：部分高校科研处

发：校内各单位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科研处 2022 年 10 月 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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